
致教师读后感(通用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致教师读后感篇一

有的文章让感慨万千;有的文章让人潸然泪下;有的文章让人
感触深刻……今天，我读罢《居里夫人和她的老师》这篇文
章，使我感触深刻。

这篇文章主要写的是：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提炼出了一克放
射性元素镭，为人类打开了进入原子时代的大门。然而，这
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在为人类作出贡献后，心中还念念不忘
传播知识给她的欧班老师，给她写了一封感谢信并诚恳地邀
请老师去巴黎作客，还寄来了往返全部路费，至此，居里夫
人还亲自下厨做菜，饭后和老师紧挨在一起，亲切地谈心。
在一次开幕典礼，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老师，居里夫
人深情地握住她的双手，并亲自推着她向主席台走去。

当我读到“在典礼快要开始的时候，居里夫人突然从主席台
上跑下来，穿过捧着鲜花的'人群，来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
年妇女前面，深情地握住了她的双手，并亲自推着她向主席
台走去”这里时，我十分惊讶：在属于居里夫人自己的场合
上，她竟然想到自己的老师，走去把她带到主席台上!这充分
地看出居里夫人是一个懂得感恩、尊重老师、不摆架子的品
德是差得多。我一直给老师起绰号，考试一考好就不把别人
放在眼里，真是太不应该了，以后我一定要改掉这些坏习惯!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受到了启发：要懂得感恩别人，要尊重
老师、长辈，不能因事业有了一点儿成就就觉得了不起，目



空一切。

致教师读后感篇二

寒假里，安海教委办为我们每个教师送了一份精神食粮——
《做卓越的老师》感触很多，其中对如何做一名幸福的老师
让我感触最深。

伟大的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你的第一责任是使自己幸福。
你自己幸福，你也就能使别人幸福。”那么怎么让自己幸福
呢。第一、学会改变自己。当你遇到烦恼时，不要一开始就
想着改变世界，改变别人。改变世界、改变别人是件付出很
多但收获很少的事情；改变自己则是件付出很少收获很多的
事情。就像书中说的那样：“不是你面对的东西决定你的幸
福，而是你面对的方式决定你的幸福。当我们面对调皮的学
生的时候，发火常常让自己心烦意乱，也让学生很难接受，
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方式，能够深层次的分析学生犯错误的
原因。然后放下架子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学生更容
易接受，老师也更加轻松。

第二、学会阳光思考。阳光思考就是学会用积极、正面、光
明、有利的心态去看待事物。也就是说我们看待事物，往往
只看到他的缺点和不足，忽略了事物的闪光点。从教学上看，
我们对于一些问题学生不要只看到他们身上的缺点，而是要
看到他们的闪光点，让他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从此以后他就
会对自己充满信心，以前的小毛病也会逐步的改正。这样转
变自己的心态之后，面对学生的态度变了，学生会更加亲近
你，愿意和你做朋友，这样对自己教学工作的开展也会有很
大的帮助。

第三、学会良性对比。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许多人
的不幸福就是不正确的方式比出来的，不要总是认为别人的
工作比自己清闲，别人的工资比自己高等。比来比去，觉得
世界只有自己最倒霉，哪能有什么幸福可言？但是，我们如



果能换一种比法，当我们抱怨自己工作累的`时候想一想那些
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们；当我们抱怨自己工资低，待遇不好的
时候，想一想那些考了教师资格证，梦寐以求想当老师却没
有机会的大学毕业生们。这样想一想，也许我们会开心很多，
也会幸福很多。

第四、学会接纳残缺。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对完美的追求
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困扰，让自己在无休止的的
竞争中疲于奔命，而且达不成的结果只会让自己更为受伤和
沮丧。所以我们要尽量找出并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理
念。在教学上，我们总是不允许学生犯错误，犯了之后就大
发雷霆。我们要知道，学生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更何况
他们是成长中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宽容学生身上存在
的“小瑕疵”。

最后，借用书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校园是学生幸福的乐园，
也是教师幸福的乐园，做幸福的教师，幸福地做教师。

致教师读后感篇三

做有智慧的老师——《做有智慧的教师》读后感“教师之名
乃卓越名师之名；教师之名源于教师之贤，贤者贤能，贤者
贤明，贤者贤品，贤者受人尊敬也”。在魏书生老师主编的
《如何做最好的教师》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当我读了《做有
智慧的教师》后，我更深深地感受到当一个好老师，最重要
的拥有教学的智慧，正如教育家昆体良所说，“教师的教，
是为了不教”。虽然只有简单的几个字，但其内涵却是值得
我们一再地深思的，正所谓一言即道出了教育教学工作的真
谛。教育的目的不仅仅为了传播知识，最主要的是促进人的
发展。

作为老师，我们要教给学生丰富的知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教给
学生学习的方法，让他们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变传统



的“要我学，教我学”为以学生为主体的“我要学，我会
学”，这样孩子们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独立地探究，
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知识。在智慧的课堂中，老师仍然是课
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离不开教师的精心策计，灵活诱导和推波助澜。在智慧的课
堂中，学生应该是探索者、实践者和发现者，学生不仅学到
知识和本领，而且学会学习。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
主性；在组织学生学习时，要努力处理好自己的角色地位，
重视引导学生质疑、调查和探究，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
老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

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对学生
来说才是终身受益的。这样的课堂教学也才是真正有效的，
才能为学生的一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理我们将这句话用于我们的班级管理上，可以说：“管是
为了不管”。让学生主动参与班集体管理，老师不必事事躬
亲。建立一支责任心强、素质高、工作胆大的班干部队伍是
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是班集体的核心，是凝聚班集体的纽
带，有了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班级管理就成功了一半。
让学生管理班级，是培养学生自主管理最有效的方式。让学
生人人参与班级管理，首先要摆正学生的位置，相信他们的
能力，让他们明确目标后，事事放手，尊重他们的主观意愿，
让他们有主人翁的意识，从而增强了管理班级的责任感。

不敢说事必躬亲的班主任就不是一个好的班主任，但他一定
不是一个聪明的班主任。

读了《做有智慧的教师》后，使我感悟很深，我明确了新时
代的教师不但需要有勤恳、奉献的精神，更需要在平日的教
学中善于积累、思考和、升华。做个有智慧的老师，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致教师读后感篇四

培养终身阅读的孩子。这是雷夫·埃斯奎老师为了孩子们终
身发展所做的教育之一。我们国际部不也是从开办起就注重
培养孩子们热爱阅读的习惯吗？课间时间，我们的孩子们都
是坐在教室里听着轻音乐看着自己喜欢的书籍，甚至渗透了
家庭，每晚睡觉之前也是要阅读15分钟的书后才入睡。对于
一年级的孩子，识字量不是很大，我一直都是在怀疑孩子真
的爱阅读了吗？效果会明显吗？看了雷夫老师关于阅读的一
些实践活动，我也深感同受，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爱阅读，
但是我可以开展一些更细致的活动，从孩子的个性出发，多
一些指导，将学部的具体要求一点一点落实到孩子身上，多
开展一些活动，比如家庭阅读分享，让家长和老师一起落实，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看到这一章节的时候，我的
感触是最多的，因为我也是一位数学教师，如何让孩子们喜
欢数学课堂，觉得数学课是最有趣的，一直都是我深思的问
题。我们国际部有一项特色课程：数学思维训练课。平时孩
子们最喜欢这节数学思维训练课，他们觉得可以解决很多生
活中的问题，学会了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我在准备这节课
的时候更多考虑的还是围绕学习的知识点，没有完全放开。
看到雷夫老师的所为之后，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更好发挥这
节课的初衷，就如雷夫老师所说的：应该要孩子了解数字的
威力，明白数学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趣味无穷！特
别是一二年级的孩子，多设计一些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
在玩中感悟生活与数学的联系！

行万里路。这是雷夫老师带领孩子们大量实践活动之一。让
孩子们在活动中锻炼、提升，开展各种精彩的活动，一直也
是我们国际部的精彩之一。但是每一项活动思考更多地的是
领导，我们老师只是在落实。比如，上个学期我们开展的快
乐秋游实践活动之一，从游前的了解、制作到游中的考察到
游后的评比等等，都是我们的陈校一个人在思考，在引导，
回来后，看到孩子们玩的开心，家长们高兴孩子们能走出去，
家长更满意的是孩子们的收获！我当时只是感慨陈校怎么这



么有才？看了雷夫老师的每一个活动准备，我才意识到每一
项活动并不是领导的事，更多地是我作为第一责任人应该把
工作做的更细致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行前准备是关
键！

失败是好事。读完了这本书，我觉得我最佩服的就是雷夫老
师善于反思，善于接受意见，对于孩子们来说失败是好事，
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应该直视失败、错误。雷夫老师能接受女
儿对自己的批判，及时改变了自己的课堂，把不可能的事变
成了可能。现在的孩子们都喜欢表扬、激励，承受能力越来
越差，一直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那我们老师呢？善于接受意
见吗？遇到任何错误的时候都能敢于面对，坦然接受，乐于
反思吗？我们要求孩子们能做到的，我们自己一定要先做到！
善于从问题背后找问题，才能让我们进步！小组合作学习曾
困扰了我们很久，当堂任务不能完成，一个月后，孩子们个
个能上台大方展示了，失败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致教师读后感篇五

幸福是人生的主题，只有感到幸福的人其人生才是快乐和阳
光的，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毕生所求所愿，无可非议。世界
上每一个人都想自己有所成就，每天都在寻求幸福的人生，
但是，并非人人都能在追求中得到幸福。原因是对幸福缺乏
认识、感悟和理解，还记得小时候的语文课本中就有对幸福
的阐述，它非常生动而具体地告诉人们：幸福是夏日的井水；
是雨后的朝阳；是雪中送炭；是为他人忘了自己；是给别人
带来快乐。可从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幸福在哪里？
在读了肖川主编的《教师的幸福人生与专业成长》中第一
章“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教师的幸福人生”，使我
懂得了教师幸福的源泉来自哪里又该怎样做一名幸福的教师。

幸福是社会和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我们教师群体孜孜
以求的目标。只有幸福的老师才能培养出幸福的学生。对于
我们教师来说，我们的幸福主要体现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



具体来说，教师的幸福来自教育教学工作。教育教学过程中，
师生之间每一次思想的碰撞、心灵的交流；教师每一句新年
的宣讲、真情实感的表白；学生每一次心灵的袒露、体会的
诉说，这些都足以让我们感到幸福。

教师的幸福来自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教师，谆谆善诱，守
望的是讲台，放飞的是希望，播种的是知识，收获的是未来。
”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哦学生的成长，在学生的进步
与对社会的贡献中体会到一种他人无法达致的快乐。

教师的幸福来自教师的专业成长。陶行知先生说：“我们做
教师的人呢，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
之乐而无教学之苦。”对学生实施教育的过程也是教师的专
业成长的'过程。

教师的幸福来自教师的教育研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
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
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
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道路上来。”

做一名师德高尚的人。亚里士多德曾说：“幸福即是一种德
性”，“幸福即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作为教师我们更
应该身正曰范，为人师表，热爱教育事业，真诚奉献，尊重
和爱护学生，不断净化自己的人格，以满腔的热情、高尚的
人格去感召学生，最终达到幸福的境界。

保持健康体魄和专业心态。身体健康是干好工作的保证。教
师应树立良好的生命意识，学会关心自己，保持健康的体魄。
态度决定一切。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是专业心态，即人生态
度。教师的幸福取决于教师的专业心态。“人生是一项自己
做的工程”，坚持自己的信念，并竭尽全力去做好它，不要
彷徨犹豫，相信幸福就在自己手中，积极乐观地面对每甜的
朝阳，每天都是新鲜的人生。



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教师的幸福就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自
由实现职业理想的一种教育主体生存状态。对于树立了崇高
职业理想的教师来说，困难就不是困难，而是磨练；挫折也
不是挫折，而是动力。

“快乐是一种美德；微笑是一种力量；歌唱是心灵的阳光；
简单就是享受；优秀是一种习惯；成功是一种心态；清白是
温柔的枕头；幸福是灵魂的香味”。

致教师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读了《奥运中国》这本书，。书中的知识令我大开
眼界;书中的运动员让我敬佩不已。

当我读到《中国运动员》这篇文章时，我心潮澎湃，感慨万
千。运动员栾菊杰的精神使我非常的感动：她在比赛中表现
得十分顽强，当她的左臂被对手刺伤以后，仍然坚持到比赛
结束。“中国飞人”刘翔一直勇往直前，成绩不断提高，屡
次打破世界记录，在2004年登上了奥运冠军的宝座。然而他
没有止步不前，继续刻苦训练，2006年再次打破了杰克逊保
持了13年的110米跨栏世界记录，他创造了辉煌，获得了荣誉。
“乒乓魔女”邓亚萍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的表现，让我看到
了一个运动员的勇敢、坚强和自信。

如今，当我看了《奥运中国》这本书中运动员的`英勇事迹后，
我也有所醒悟，有所启发。我要向那些奥运健儿们学习，学
习他们不坚韧不拔、奋力拼搏的精神。在学习上、纪律上，
我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进取，奋发向上，将来用优异的成
绩回报祖国。

致教师读后感篇七

不是学生第一吗？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吗？怎么成了第二了？
单说这本书的书名，便是对当前教育界“学生至上”热潮的



一声棒喝。我们喊了那么久的学生第一，而学生的生存状态
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转，却是因为“为了孩子的一切”这
句话书包便得越来越重，上课的时间越来越长，不喜欢学校
的学生越来越多。口号喊得很响，落到实处时还没等落地便
蒸发掉了。所以我更敬佩李希贵老师，因为书中第三页中的
那个小例子，还有那四个字“实实在在”

带着一份好奇，一份新鲜，我认真地阅读了每一篇文章，被
文章中所展示出的人的智慧、真诚和细腻所感动，同时也被
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才气，锐气，大气深深折服。只有“不像
一般的人一样生活的.人”才会有如此深邃的思想和高远的目
标。所以喜欢，并不是书里的语言有多优美，论述有多深刻，
而是通过这本书我们能看到作者怎样脚踏实地地改变着他周
围的教育现实。

在一切以“以人为本”为先进理念的当今社会，“一切为了
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这一句话无疑是
对教育人本化的高度的经典的概括。在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奉
其为教育的最高境界，最终的追求，无人有疑义时，我手头
却捧着一本《学生第二》。“学生第二，那谁第一，难道是
教师？”在“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至上”的高呼声中，
谁敢提出“学生第二”？这似乎有些“叛逆”的书名，激起
我的好奇。封面上一段浅灰色的，小得几乎看不清的文
字——“一个时期以来，有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确实给我们
的许多校长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以至于使他们战战兢兢地
面对着眼花缭乱的‘新理念’而迷失了自我，在一些学校里，
看起来，他们是在直接服务于学生了，似乎把着眼点也全都
放在学生身上了，但是他们却往往很不理智地抛开了教师，
我们需要反思，当强调学生主体，学生中心的时候，我们应
当把教师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